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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1978年以来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概况、热点与趋势，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上的424篇文献进

行计量学分析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发现：（1）我国婴儿心理最早研究始于1978年，大体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婴儿心理研

究的主要机构为师范院校，形成了王争艳、董奇和李红等多个核心作者合作群，研究的整体质量较高；（2）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

热点包括“气质和面孔种族效应”、“认知发展”、“依恋”、“面部表情识别”、“母亲敏感性”和“学习能力”六大研究热点；（3）我国

婴儿心理研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1978-1989年的初探期，该阶段研究主题比较丰富；1990-1999年的发展期，该阶段研究主题

比较深入；2000年至今的繁荣期，该阶段研究主题兼具丰富性和深入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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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general picture, focus and trends in the research of infant psychology in China, 424 related papers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ere analyzed with CiteSpace. The results areas follows: (1) The research on infant psychology
in China began in 1978, which shows a step-wise rise; the main institution of the researchthen was normal universities, with the feature of
multiple author cooperative group led by Wang Zhengyan, Dong Qi and Li Hong respectively,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was
high; (2) The research focus of infant psychology in China includes six subfields—“temperament and other-race effect”,“cognitive devel⁃
opment”,“attachment”,“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maternal sensitivity”and“learning ability”; (3) China’s infant psychology re⁃
search generally presents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period from 1978 to 1989, with relatively rich research themes; the develop⁃
ment period from 1990 to 1999, with more in-depth research themes; the boom period from 2000 to present, with both rich and in-depth
research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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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婴儿期指的是个体0-3岁的时期，该阶段个

体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最为迅速，尤其是该阶段个

体的心理发展水平和质量对个体幼儿期、童年期

甚至一生都具有重要且长远的影响[1]149，正如民

间俗语所述“三岁看大”。可见，研究婴儿心理具

有重要意义，并且国家和研究者也日益关注婴儿

心理发展与教育：在国家层面上，教育部颁发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了“重视0-3岁婴幼儿教

育”；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教育部等

12个部门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中更是明确

指出“重点关注2岁以内婴幼儿及家长心理健康

状况，开展0～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

象筛查”。研究者也高度关注婴儿心理，早在

1978年就开始关注婴幼儿的心理发展与教育[2]，

随后有关婴儿心理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婴儿的

认知[3]、语言[4]、情绪[5]、气质[6]、依恋[7]和智力[8]等

多方面内容，尤其孟万金教授团队还研发了《0-3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婴儿的身心发展特

点提供依据和指导[9]。可见，我国研究者针对婴

儿心理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于这些

成果的梳理却还未见报道。为此，在国家高度重

视婴儿心理的背景下，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婴儿心理研究的概况、热点和趋势，从而为该

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启示。

二、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以“婴儿心

理”为主题（检索表达式为“SU=婴儿AND SU=心

理”），时间为2018年7月1日之前，资源库选择不

限，共检索到554条题录，对检索到的题录进行人

工阅读，删除书评等非学术文献以及与主题不相

关的文献后获得有效文献424篇，其中期刊论文

402篇、硕士论文21篇、博士论文1篇。

（二）研究工具

采用由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开发的可视

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7.R1版本。

三、结果

（一）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概况分析

1.年代分布

从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年分布来看（见图

1），有关婴儿心理的研究最早始于1978，并大体

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在历史上呈现三个高

峰，一是1997年的17篇、二是2013和2019年的

历史最高峰，年发表论文29篇。从年代分布来看

（见图2），70年代年发文量为4篇，年平均发文仅

2篇，但到了10年代发文174篇，年平均发文17

篇，并在20年代达到历史最高峰的年平均发文21

篇。可见，无论是从年发文分布，还是年代发文

分布，均可以发现我国婴儿心理研究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

图1 年发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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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年代发文分布

2.机构分布

对发文排名前十的机构进行分析发现（见图

3），发文量最多为西南大学，共发文49篇。从发

文前十的机构性质来看，婴儿心理研究的机构有

7所为师范类高校，占比70%。

图3 机构分布

3.作者分布

对发文作者分析发现（见图4），王争艳发文

量最多，共发文19篇，随后是董琦和李红，均发文

13篇。作者可视化分析发现（见图5），我国婴儿

心理形成一些核心作者合作群，其中王争艳为最

大合作群，其次是董奇团队和李红团队。

图4 作者分布图

图5 作者的可视化分析

4.期刊分布

由图6可知，有关婴儿心理发文量最多的期

刊为《心理科学》，共发文49篇，随后是《心理科学

进展》和《心理发展与教育》，分别发文44篇和41

篇。从期刊的性质来看，排名前十的期刊质量很

高，其中包括心理学科绝大多数南大核心期刊，

甚至包括学前教育专业的顶级期刊——《学前教

育研究》。

图6 期刊分布

（二）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热点分析

1.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由表1和图7可知，在除去与检索主题相关

的关键词（“婴儿”、“儿童”、“婴儿期”和“婴幼儿”

等）后，排在前5的高频关键词为：依恋（45）、气质

（31）、情绪（14）、影响因素（13）和婴儿面孔（12）；

从中心性来看，在除去与检索主题相关的关键词

（“婴儿”、“儿童”、“婴儿期”和“婴幼儿”等）后，排

在前5的高中心性关键词为：情绪（0.52）、依恋类

型（0.29）、依恋关系（0.25）、婴儿气质（0.19）、依

恋（0.09）。可见，依恋、情绪、气质等关键词的词

频和中心性均靠前，这初步表明我国婴儿心理研

究主要集中于婴儿的依恋、情绪和气质等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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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频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婴儿

儿童

依恋

气质

婴儿期

婴幼儿

情绪

影响因素

婴儿面孔

依恋类型

频次

119

49

45

31

22

18

14

13

12

11

中心性

0.30

0.33

0.09

0.05

0.20

0.08

0.52

0.03

0.06

0.29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婴儿气质

母亲敏感性

婴儿图式

气质类型

心理理论

依恋关系

依恋理论

敏感性

家庭环境

心理发展

频次

9

8

8

8

7

6

6

6

6

6

中心性

0.19

0.06

0.01

0.03

0.03

0.25

0.03

0.02

0.04

0.02

图7 高频关键词图谱

2.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探明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热

点，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高频关键词的聚类

分析，结果发现（见图 8），聚类结果良好（S=

0.86, Q=0.48），并形成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六

大研究热点。

种类#0 为最大类，由27篇文献构成，S值为

1.00，包括“婴儿”、“气质”和“面孔种族效应”等

关键词，主要探讨了婴儿的气质特征[6,10]和婴儿

的面孔种族效应[11-12]。

图8 热点领域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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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1为第二类，由25篇文献构成，S值为

0.95，包括“婴儿期”、“心理发展”、“动作”、“客体

永久性”和“儿童智力”等关键词，主要探讨了婴

儿认知心理发展，包括客体永久性、智力等[8，13-14]。

种类#2为第三类，由24篇文献构成，S值为

0.95，包括“依恋关系”、“依恋理论”、“敏感性”、

“安全型依恋”、“依恋模式”和“依恋行为”等关键

词，主要探讨了婴儿依恋研究[7,15-16]。

种类#3为第四类，由23篇文献构成，S值为

0.99，包括“婴幼儿”、“儿童心理”、“面部表情”、

“成人”和“早期教育”等关键词，主要探讨了婴幼

儿心理发展及对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17-19]。

种类#4为第五类，由12篇文献构成，S值为

0.98，包括“儿童”、“母亲敏感性”、“幼儿”、“分离

焦虑”等关键词，主要探讨了母亲敏感性的作用

及提升[20-21]。

种类#5为第六类，由20篇文献构成，S值为

1.00，包括“新生儿”、“人类”、“学习能力”和“出

生后”等关键词，主要探讨了婴儿学习能力[22-23]。

（三）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趋势分析

1.凸显词分析

由图9可知，从1978年-2020年我国婴儿心

理研究共有5个凸显词，其中凸显时间最长的为

“儿童”和“依恋”，均为十年。依据凸显时间大体

可以分成三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8年，该阶段

研究的关键词为儿童，主要探讨了早期儿童诸如

语言、肤色、动作等的发展；第二阶段为 1996-

1998年，该阶段研究的关键词为婴儿气质，主要

考察了婴儿气质和气质类型的现状；第三阶段为

2000-2016年，该阶段的关键词为依恋、气质和婴

儿图式，主要探讨了婴儿依恋、气质的现状及婴

儿图式相关研究。

Top 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rusts

图9 凸显词分析

2.时序分析

时序（timeline）图谱细化了凸显词的三阶段

划分，其中第一阶段为1978-1989年，该阶段研究内

容比较丰富，主要探讨了早期儿童各种心理的发展

现状；第二阶段为1990-1999年，该阶段研究内容比

较集中，主要探讨了婴儿的气质和气质类型；第三阶

段为2000年至今，该阶段研究内容比较丰富，包括

依恋、依恋关系、依恋模式、母亲敏感性、敏感性和面

孔种族效应等关键词，主要探讨了婴儿依恋和面孔

种族效应，及母亲敏感性研究（见图10）。

图10 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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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为系统考察1978年以来我国婴儿心理研究

的概况、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依据以往研究方

法，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从1978年-2020

年四十余年间有关婴儿心理研究的424篇文献进

行计量学分析和知识图谱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呈

现如下特征。

（一）呈阶梯式上升趋势，师范院校是主要研

究力量并形成多个核心作者，研究质量整体较高

为考察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概况，分别从年

代、机构、作者和期刊四个分析单元进行计量学

分析，结果发现：在年分布方面，我国婴儿心理研

究大体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并在历史上呈现

两大高峰，分别是2013年和2019年，年发文量均

为29篇；另外，从年代分布来看，发文量和年平均

发文量均随着年代上升而上升。可见，婴儿心理

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机构和作者分

析发现，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师

范院校，其中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7所为

师范院校，可见，师范院校是我国婴儿心理研究

的主要力量，作者的可视化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

果。作者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婴儿心理研究形

成了多个核心作者合作群，其中最大的分别为王

争艳团队、董奇团队和李红团队，他们分别为首

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的研究

者。在期刊分布方面，结果发现发文量排名前十

的期刊几乎为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科的核心期

刊，其中包括两个学科的顶级期刊——《心理学

报》和《学前教育研究》，这表明我国婴儿心理研

究的整体质量较高。综上，我国婴儿心理越来越

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该领域研究随年

呈现阶梯式上升的趋势，还表现为多个核心作者

合作群的形成和心理学与学前教育研究核心期

刊的参与。当然，研究的主要力量和核心作者主

要来自师范院校研究者，未来还需吸引更多诸如

早教中心等一线实践者的参与。

（二）我国婴儿心理研究包括气质、依恋等六

大研究热点

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热点主要通过高频关

键词和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来体现。高频关

键词分析发现，在除去与检索主题相关的关键词

（“婴儿”、“儿童”、“婴儿期”和“婴幼儿”等）后，排

在前5的高频关键词为：依恋、气质、情绪、影响因

素和婴儿面孔；排在前5的高中心性关键词为：情

绪、依恋类型、依恋关系、婴儿气质、依恋。可见，

依恋、情绪、气质等关键词的词频和中心性均靠

前，这初步表明我国婴儿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婴

儿的依恋、情绪和气质等方面研究；高频关键词

聚类分析发现 ，聚类结果良好（S=0.86, Q=

0.48），并形成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六大研究热

点：种类 #0 为最大类，主要探讨了婴儿的气质

特征[6,10]和婴儿的面孔种族效应[11-12]；种类 #1 为

第二类，主要探讨了婴儿认知心理发展，包括客

体永久性、智力等[8,13-14]；种类 #2 为第三类，主要

探讨了婴儿依恋研究[7,15-16]；种类 #3 为第四类，

主要探讨了婴幼儿心理发展及对面部表情的识

别能力[17-19]；种类 #4 为第五类，主要探讨了母亲

敏感性的作用及提升[20-21]；种类 #5 为第六类，主

要探讨了婴儿学习能力[22-23]。可见，高频关键词

和聚类分析结果比较一致，依恋、气质等是我国

婴儿心理研究的主要热点。

（三）我国婴儿心理研究发展趋势上大体经

历三个阶段

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通过凸

显词分析和时序图谱分析两个方面来体现。凸

显词分析发现，我国婴儿心理研究共有5个凸显

词，并且依据凸显时间大体可以分成三段：第一

阶段为1979-1988年，该阶段研究的关键词为儿

童，主要探讨了早期儿童心理研究；第二阶段为

1996-1998年，该阶段研究的关键词为婴儿气质，

主要考察了婴儿气质和气质类型的现状；第三阶

段为2000-2016年，该阶段的关键词为依恋、气质

和婴儿图式，主要探讨了婴儿依恋、气质的现状

及婴儿图式相关研究；进一步的时序图谱分析细

化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78-1989

年，该阶段研究数量仍不多，年平均发文量少于5

篇，研究的关键词为“婴儿”、“儿童”、“婴幼儿”和

“儿童心理”等［24］。可见，该阶段为初探期，研究

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探讨了早期儿童各种心理的

发展。第二阶段为1990-1999年，该阶段研究数

量持续增加，并于1997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

峰，年均发文量达到7篇，并且研究的关键词为

“气质”等，主要探讨了婴儿的气质和气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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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该阶段为发展期，研究主题呈现深入性的

特点；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该阶段研究数量

出现大幅度提升，年均发文量近20篇，并出现

2013年和2019年两个历史最高峰。该阶段关键

词较多，包括依恋、依恋关系、依恋模式、母亲敏

感性、敏感性和面孔种族效应等关键词。可见，

该阶段为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繁荣期，不仅研究

内容丰富而且比较深入，尤其是婴儿依恋方面的

研究。综上，我国婴儿心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呈现

重视丰富研究主题到重视内容的深入再到研究

内容兼具丰富性和深入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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